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泉源上奋，水涌若轮”，

看到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

就如同感受到了泉城济南跳
动的脉搏。她的生命力是那
样的旺盛，淙淙的泉水和潺
潺的河流为她平添了几分优
雅的气质。

趵突泉复喷的七年，济
南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根
据“东拓、西进、中疏、南控、

北跨”的总体发展规划，这个
城市变大了，长高了。2004年

济南城区人口仅270万人，现
在已达到 348万人，根据规
划，2020年可能将达到430万
人，这些数字的增长就意味
着更高的资源消耗，用水、用
地首当其冲。难能可贵，迅速
发展的济南不但没有破坏生态
环境的平衡，反而唤醒了城市
的灵魂，创造了近三十年来泉
水持续喷涌的最长时间。这
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高兴。

在城市的角落里汩汩喷
涌的泉群，不只是印证了一
个“泉水甲天下”的景观，它

也是一个个警示标志，告诫
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无论怎样
都要爱护好城市的魂魄。一
个城市的发展理念是否有创
新，不仅要看它的建筑，更要
看它的自然景观以及由此衍
生的地方文化。一个和谐发
展的城市必然要以稳定的生
态环境为基础，否则它在经
济和文化上的成果都缺少牢
固的基础。那些在其他地方
因为破坏自然而产生的城市
灾害，已经用残酷的事实证
明了这一点。与国家的发展

同步，济南近三十年的发展
也在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道路。相对粗放的发展模
式，在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同
时往往会忽视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甚至以一种
掠夺的姿态去面对自然。而
济南这些年围绕保泉做文
章，不仅提升了城市形象，也
由此明确了一个发展观念，

那就是城市的发展绝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能促进环
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才更有实
效，也更受群众欢迎。泉水喷

涌推动城市发展，城市发展
最终造福市民。

看到“家家泉水，户户垂
杨”的美丽风景，你对这个城市
的感情就会油然而生，就会很
骄傲地向别人说起这些。只要
泉水在，泉城就有了精气神。

爱泉的市民就会主动约束自
己的言行，不做对保泉无益
的事情，也不为民风淳朴的
城市抹黑。如果那一眼眼泉
池都干涸见底，并且经年累
月都看不到喷涌的希望，这
个城市里的人在心灵上注定

是焦虑的。大自然赐予的泉水
奇观都可以被破坏的话，我们
就没有什么能留给子孙后代
了，沿袭千年的泉水文化也将
失去寄托。因为种种原因，我们
经历过泉水停喷的尴尬。失去
过，就更应该懂得珍惜。我们应
当尽一切努力让泉水不停歇地
喷涌下去。

今天，我们为趵突泉复
喷七周年欢呼，也是在为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城市加
油，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更
精彩的未来。

喷涌的泉水是景观，也是警示
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经历过泉水停喷的尴尬。失去过，就更应该懂得珍惜。我们应当

尽一切努力让泉水不停歇地喷涌下去。

>>声音

我自己评价自己是一个
忠臣，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
事业，为党、为国家、为事业无

怨无悔。

——— 国资委前主任李荣
融自我评价。

对韩寒指手画脚，李敖

不能算作“高人”。

——— 有评论说，韩寒反应
淡定，倒让对方陷入滑稽中。

当下更突出的还是权力

对媒体的侵害。

——— 人民日报撰文谈
“如何支持媒体曝光”。

拿不出事实的人才需要

拿出铁锤。

——— 语出主持人柴静博
文，原题为“方舟子遇袭”，她

认为方舟子的观点并不代表
正确，但唯有更精确的事实
才能辩驳他。

UFO很可能是发光风筝。

——— 紫金山天文台研究
员谈UFO事件。据了解，今年
出现的奇特UFO事件较往年
平均水平偏多，但是否是重
大UFO事件还需进一步研究
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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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赵 勇

本月底，巴菲特和比尔·
盖茨(以下简称巴比)将来到
中国，邀请50位中国富人参
加一场慈善晚宴，这算是国
内慈善的盛事了，很是令人
期待，但一些受邀富豪将晚
宴当成了鸿门宴，不仅反复
确定是否会在晚宴上被劝
捐，甚至有一小部分人因此
拒绝参加晚宴。到最后，为
了排除富豪们的误解，他们
不得不通过亲笔信来表明

“不会劝捐”。(9月5日《新京
报》)

按说这事还真让人有点
脸红，一些富豪居然怕捐款
怕成这样，少见。网民也很来
火，慷慨地将“为富不仁”这
样的帽子扔给了那些怕被劝
捐的富豪。但我不得不为那
些富豪说几句公道话，慈善
一事，从来都讲究自愿，从道
理上来说，那些受邀富豪如
果认为他们要被劝捐，完全
可以拒绝——— 他们也许不想
捐款，也许不想跟两人合作，

捐与不捐这都是他们的自
由。事实上，巴比发起的富豪
捐赠行动在欧洲就受到了不
少富豪的抵制，他们不仅不
愿合作，而且公开质疑两人
的募捐动机。(8月20日《环球
时报》)

或者我们更应该多想想
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富豪
对巴比的募捐行动会有一种
近乎本能的抵制？原因或许
可以从我国见怪不怪的逼捐
说起。所谓逼捐，就是以各种
各样的方式绑架某人的意志
(包括行政权力和社会舆论)，

让他不得不掏钱。这样的例
子很多，不仅富豪被逼捐，很
多平民百姓也会被逼捐。

我不知道那些大大小小
的逼捐事件对接到巴比邀请
的富豪们到底有多大心理影
响，但我知道，一旦这个社会
逼捐的事此起彼伏，那么，每
个正常的人都会对此有明显
的抵触情绪——— 慈善是最自
由的事，而自由就意味着可

以选择，一旦被舆论或权力
绑架，失去了最基本的选择
权，那真是说多别扭有多别
扭。那些拒绝巴比的富豪，何
尝不是生怕自己被舆论逼
捐？

我国的慈善事业不发
达，富豪们的整体慈善意识
还不够强，这些都是事实，要
改变这些现状，朝那些生怕
被巴比劝捐的富豪吐口水，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
进一步强化这个社会的逼捐
心理，使慈善文化陷入恶性
循环。对那些生怕被劝捐的
富豪多一些理解吧，少一些
强制和绑架，多一些自愿和
宽容，这才是慈善事业赖以

壮大的社会土壤。

巴菲特们应该带来的是自愿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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